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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春节假期， 谢先生到

广东梅州市粤东大峡谷景区游玩， 刚到

门口， 摆渡车先影响了好心情。 “停车

场距离景区大门太远 ， 大概要走 2 公

里路程， 坐摆渡车则要 20 元一位， 感

觉不值得。” 谢先生决定走过去， “这

段路很窄， 摆渡车与行人混行， 车速很

快， 差点撞到小孩子， 景区怎么能这样

设置摆渡车？”

近年来， 一些景区摆渡车的问题屡

遭诟病， 让原本愉悦的旅行体验大打折

扣。 票价偏高、 捆绑销售、 乘坐不便等

问题， 不仅损害了游客的利益， 也影响

了景区的声誉和长期发展。

首先， 关于摆渡车的设置， 其初衷

本应是为游客提供便利， 缩短游客从停

车场到景区入口或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

景点的步行距离 。 然而 ， 在实际操作

中 ， 一些景区却将摆渡车作为创收工

具， 通过设置过远的停车场或故意拉长

景区入口与核心景点之间的距离， 迫使

游客不得不乘坐摆渡车。 这种做法无疑

违背了摆渡车设置的初衷， 让游客产生

了被 “宰” 的感觉。

其次， 摆渡车的票价问题也是游客

反映的焦点之一。 在一些景区， 摆渡车

的票价甚至超过了门票价格， 这让游客

感到难以接受 。 作为景区内的交通工

具， 摆渡车的票价应该合理且透明， 以

成本为基础进行定价， 而不是成为景区

牟取暴利的手段。

此外， 一些景区还将门票与摆渡车

票捆绑销售。 这种强制消费的行为严重

侵犯了游客的消费自主权， 让游客感到

无奈和愤怒。 景区应该尊重游客的选择

权，提供多种购票方式，让游客根据自己

的需求自由选择是否乘坐摆渡车。

针对以上问题， 景区应高度重视并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首先， 要合理

规划摆渡车的路线和停靠点， 确保游客

能够便捷地到达各个景点； 其次， 要制

定合理的票价政策， 并接受相关部门的

监管和审计； 最后， 要加强对摆渡车服

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提高他们的服务

意识和专业技能。

同时， 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景区的

监管力度， 确保景区按照规定提供优质

的摆渡车服务。 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景

区， 要依法进行处罚并公开曝光。 只有

政府、 景区和游客共同努力， 才能打造

一个公平、 透明、 便捷的旅游环境。

景区摆渡车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

游客的旅行体验和景区的声誉， 期待各

方共同努力， 让景区摆渡车真正回归其

服务游客的初衷， 成为提升旅游品质的

有力抓手，而非“载客”变“宰客”的工具。

景区摆渡车岂能“载客”变“宰客”
□ 王琦

“警车连撞3车”背后的漏洞必须堵住

信息时代， 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

情权不容小觑，更不容糊弄。艾某林是

否为精神病人、 为何会有精神病人开

走警车一说、 是否为了减轻相关民警

责任，对于网民的相关质疑，需要给出

明确的回应。只有公开、透明的调查结

果，才能平息公众疑虑，重建公众的信

任。 无论是对事件的经过、原因，还是

对责任的认定和处理， 都应以翔实的

证据和清晰的逻辑向公众呈现。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停在医院前

坪的警车未上锁， 被人开走导致事故

发生。 一辆执行公务的警车， 本应是

维护社会秩序的象征， 却意外成为交

通事故主角， 这极大冲击了公众的认

知。 警车作为执法的工具之一， 其管

理理应严格规范。 但在此事中， 两名

办案人员将警车停放在医院前坪却未

锁车门， 这种疏忽大意导致了后续事

件发生。 看似偶然事件， 实则暴露了

警车管理流程中的一些不规范之处。

这样的漏洞如果不能及时填补， 下次

也许就不只是交通事故了。

警车管理不仅关乎执法部门形

象， 更关乎公共安全。 查阅过往事件

可知 ， 警车违规使用等情形也曾发

生， 反映出部分执法人员责任意识缺

失。 而一辆未上锁的警车， 就可能成

为危及群众安全的隐患。 这警示我们

执法部门必须建立、 执行严格的警车

管理制度， 将每一个细节都纳入规范

化管理范畴。

规避小概率事件蕴含的风险， 需

要用专业规范流程建立 “隔火墙 ”。

在公共管理中， 不能因为事件发生的

概率低， 就忽视其可能带来的危害。

每一个小概率事件， 都可能成为影响

社会稳定的 “黑天鹅”， 建立一套科

学、 专业的风险防范机制至关重要。

无论是警车管理的规范， 还是风

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抑或是对公众质

疑的回应， 都考验着相关部门的管理

能力和责任担当 。 希望通过这一事

件， 能促使当地相关部门举一反三，

加强管理， 完善制度。 只有将规范化

管理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才能真正筑

牢公共安全防线， 让本不该发生的风

险事件不再发生。

综合自极目新闻、 红星新闻等

马九月整理

无人看守、 谁都能开的警车， 被

看病的患者开走， 还酿成了如此惊人

的事故， 简直匪夷所思！ 如果被别有

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成为了犯罪分子

劫持的目标，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严重

威胁公共安全， 而这种风险本应提前

被预知和防范。

也有网民替警务人员解释称， 很

多民警在执行任务停车时， 都有下车

不熄火的习惯， 这是为了应对可能出

现的紧急警情。 这种解释虽有一定的

道理， 但经不起深究， 更不能成为忽

视安全漏洞的借口。 任何情况下， 安

全都是第一位的， 尤其是人民警察出

警， 本身是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 更不能在细节上不顾规

范， 罔顾安全。 民众对于执法机构的

信任， 建立在公正、 严谨、 负责的基

础之上， 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 “低级

错误”， 必然会损害这种宝贵的信任。

目前， 督察部门已经对警车管理

使用不当的责任人员启动了问责程

序， 这不仅是妥善处理事件的必要举

措， 也是对警车管理规范的重申， 更

给警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敲响了警钟。

完善和落实警车的相关使用规范刻不

容缓， 警务部门应该制定更详细的操

作规程， 加强监督机制， 明确警车停

放、 使用的具体要求， 杜绝类似事件

的再次发生。

加强警务人员安全意识培训，提

升人民警察队伍的能力和素质， 也同

样重要。要通过定期培训、案例分析等

方式， 提高警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

任意识， 确保办案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时刻保持警惕，秉持严谨规范的态度，

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和流程， 堵住管理

漏洞，保障公共安全，维护警方形象。

  近日，湖南岳阳市平江县被曝“一辆

警车连撞 3 辆车后，驾驶员逃离现场”，引

发关注。 据湖南平江县公安局发布通报

称，2 月 6 日， 平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两

名办案人员驾驶车牌号为湘 F068T 的警

车，带一名交通违法犯罪嫌疑人前往县医

院体检， 将警车停在医院前坪未锁车门。

在医院问诊的艾某林见车门未锁，便将该

警车开走，先后与 3 辆私家车发生刮擦事

故，致 2 人轻微伤。 目前，艾某林已到案，

督察部门已对警车管理使用不当的责任

人员启动问责程序。

启动问责程序，堵住管理漏洞

公共管理不能忽视“黑天鹅”事件

观
点

据媒体报道， 2 月 9 日清晨， 湖南

娄底新化多名市民反映市政洒水车在大

冷天零度以下还洒水， 导致路面结冰打

滑， 有出行者被撞倒摔伤。 2 月 9 日下

午， 记者联系新化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 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地属于沿河风

光带， 已经接报正在处理。

众所周知， 洒水车上街洒水的主要

目的是除尘， 通过洒水可以将街道上的

灰尘润湿， 有效防止扬尘， 减少污染。

但近年来， 因洒水车在零度以下洒

水结冰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在各地却屡有

发生。 如2017年11月20日早晨， 在郑

州市中原西路中原大桥上， 市政部门的

洒水车经过后，路面结冰，接连有17辆

汽车没刹住，发生连环相撞。 2017年12

月2日上午， 西安市莲湖区西二环开远

门桥发生涉及38辆车的多起相撞事故，

事故原因系有洒水车洒水导致路面结

冰。 2022年12月18日，河南信阳罗山县

某路段早上-1℃洒水车还在进行洒水

作业，导致路面结冰多人骑电动车摔倒。

可见， 在零度以下洒水， 极易因路面结

冰而引发各类交通事故。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八十九条的

规定， 在公共道路上倾倒、 遗撒妨碍通

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环卫

部门在寒冷天气下洒水导致路面结冰，

造成交通事故的， 要对行人受伤或者财

产损失的后果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在现实生活中， 不少行人和司机

一旦因洒水车洒水造成路面结冰而导致

事故的 ， 往往都自认倒霉 ， 责怪自己

“不小心”， 而没有和环卫部门 “计较”，

这无形之中也助长了环卫部门的 “任

性” 洒水行为。

其实， 环卫部门在零度以下的寒冷

冬季洒水， 极易造成路面结冰， 这是一

个基本常识 。 但环卫部门为何仍然要

“明知故犯” 呢？ 笔者以为， 这不仅是

环卫部门管理粗放的一种体现， 更是对

行人和司机生命漠视的一种表现。 倘若

环卫部门能够对管理更周到、 更精细一

点， 对生命更敬畏、 更尊重一些， 冬季

零度以下洒水也许就会更慎重一点， 行

人和车辆因洒水而导致路面结冰的交通

事故也就会大大减少。

因此，“零度以下不得洒水作业”不

妨成为一项硬规定， 比如当室外温度低

于0℃时停止城市道路冲刷、清洗，并确

保道路路面不能有积水， 这就可以避免

道路因洒水结冰而酿成交通事故的发

生。 可以说，“零度以下不得洒水作业”，

这不仅是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一种要求，

更是对司机和行人生命的一种尊重。

希望环卫部门能够举一反三， 吸取

教训， 多些精细化管理， 多些人性化服

务， 别再让 “零度以下洒水酿事故” 年

年上演了。

“零度以下洒水酿事故”为何年年上演？

□ 廖卫芳


